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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的中国路径：共在、共鸣与共识 
 

媒体人、非虚构作家  闫海军 
 

 

    编者按 

    近期，一则关于 ONE 实验室解散，“特稿梦之队”集体离职的新闻流传很广。虽说 ONE 实

验室未能成功，但就非虚构写作的整个生态发展来看，近几年发展仍如火如荼。无论是《人物》

《南方人物周刊》等老牌媒体，亦或界面新闻旗下的“正午故事”、网易的“人间”、腾讯的“谷

雨故事”等新媒体，仍有大批作者专注于此。 

    闫海军过去 10年一直从事非虚构文学创作，201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其非虚构作品《崖

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获得诸多奖项。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他给出了这一创作类型

的中国路径，即：非虚构从调查采访到写作，必须注重共在、共鸣、共识。 

    以美国记者何伟《寻路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版）等作品的出版并广受好评为标志，

非虚构作品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 2015 年白俄罗斯女记者兼散文作家斯韦特兰娜·阿

列克西耶维奇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让非虚构写作获得了空前的社会认知。 

    非虚构写作发端于美国，起初称新新闻主义，是一种新闻报道形式。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

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英美历史上，

但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大都是非虚构写作大师。而且有数据显示，美国市场约 8成以上

的畅销书是非虚构作品。 

    进入新世纪，非虚构写作理念进入中国。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品牌为首，诸如《寻

路中国》《打工女孩》《两个故宫的离合》等一系列外国记者撰写的非虚构作品被引进；以及由上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世纪文景引进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等作品，好评不断。中国非虚构文学

图书也逐渐增多，知名的有《巨流河》《中国在梁庄》《我从新疆来》等，总体而言，中国非虚构

写作尚处在起始阶段。 

    正如阿列克西耶维奇记者加作家的身份一样，非虚构创作是新闻加文学的。由新闻性追求真

实力量，由故事性追求文学意义，新闻和文学相遇，绽开非虚构之花，是真实性和故事性让非虚

构抵达不朽。非虚构写作由新闻发端，走向文学，并越来越被认可，是可喜的事。目前，国内从

事非虚构写作的基本是两路人马：一路是纯文学作家，一路是媒体记者。不过，从非虚构写作的

发展历史看，如果用美国的评价体系检验中国作品，很多标识为非虚构作品的纯文学，是难以获

得认可的。这也是评论家李敬泽认为“真正好的非虚构写作会在记者中产生”的原因。结合笔者

的创作实践，非虚构从调查采访到写作，必须注重共在、共鸣、共识。 

    共在：带着真情采访 

    非虚构作品的本质是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为了追求真实，非虚构创作不论是抓取当下，

还是潜入历史，都要有扎实的采访。这种采访决不能抱着置身事外品头论足的心态，机械化、程

式化操作。否则，写作者不可能挖掘到典型材料，也不可能让作品具备震撼人心的力量。只有从

“人类原始共在”这个基础出发，才能客观真实反映人的社会存在，才能更好地参照制度、规则、

宗教、信仰、公序良俗等社会因素，发现人性的力量。 

    非虚构写作的另一特点是深度。非虚构写作作为针对专门领域、特定对象展开的深度观察，

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契入。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不能穿着白大褂找寻人间的小白鼠，而是要放

下身段，谋求与人建立共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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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构故事在于营建，靠的是想象；非虚构故事在于挖掘，得靠采访。走马观花的采风、置身

事外的品评、虚头巴脑的拼接，任凭想象多么丰富也无法充实写作。非虚构要突出真实的力量，

就要善于挖掘，现实生活是写作的富矿。林强写《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四川文

艺出版社 2017年 8月版），和麻风病人交朋友，连续 15年走进凉山麻风村；亚妮写《没眼人》（中

信出版社 2016年 6月版），10多年投身山西太行山，与盲艺人同吃同住同走艺⋯⋯每部感人的作

品，采访都建立在与被采访对象的共在之上。 

    非虚构写作者可以是每个行业的从业者，但把握题材、了解内容，必须要成为懂得与被采访

人在时空关系中建立共在意识和行动的记者。记者是为抵近真相而寻找路径的职业，古今中外，

拿出大文章，关注大世相的作家，都是像记者一样去采访的。所以，非虚构写作，必须像记者那

样去采访。 

    共鸣：写出感同身受 

    写作是为了表达，是为了让自己的话有人听。表达要获得认知，就得从说话技巧上布局，通

俗讲就是要找共鸣。肯定是“关注大家关心的”最能引起共鸣。新闻有地缘性、时效性、贴近性，

但还要讲究“关注大家关心的”；那么，不属于新闻范畴的冷题材，主题确立更应该注重大家是

否关注的问题。 

    共鸣，必须从大多数人的立场出发去寻找，要从大多数人的心底间去寻找。关注当下，关注

大多数人的喜怒哀乐，就是最大的共鸣。好的非虚构作品，必然是改写时代进程，参与历史运动

的。 

    孙志刚事件的新闻报道，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无缘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揭示了日本老龄化、少子化，人与人互相切断联络，孤苦无依的状态，中国也将迎来老龄化，所

以引发了中国读者的共鸣。《落脚城市》（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年版）检视世界各地城市化进程

中，农民如何进入城市的困苦，中国也在急速城市化，所以农二代感到了深刻的共鸣；《崖边报

告》（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出版后，由乡进城的一代人，在多种渠道表达了共鸣。 

    与其他文体相比，非虚构作品更接地气。它综合了新闻性、文学性两种文本的优势，总是在

人与社会关联性最紧密的节点处发生聚焦，因此更受关注。 

    非虚构创作，要求得共鸣，要做到主题确立关注当下而不猎奇，叙述语言生动而不浮华、为

文姿态冷静而不冷血、组织结构纵横自如而不杂乱。非虚构要接地气，就不能打精英腔、文艺腔、

学术腔、官僚腔，不能讲空话、套话、假话。要反映占人口数量最庞大数量的那一部分人的喜怒

哀乐，他们才是社会的主流。 

    共识：寻求社会认知最大公约数 

    思想的争辩、观点的争鸣，最终的落脚点应该归在共识。只有寻求共识，才能更好地推动人

类的发展进步。在非虚构作品的价值判断上，能否寻求共识是一个基准。非虚构作品要对社会展

开深度观察，形成有见地的立场观点，必须寻求社会认知的最大公约数。 

    建构共识，首先得有崇高的使命，要把写作当成严肃的精神活动，古人讲“以天下为己任”

做学问，现在依然如此。伟大的文艺作品，必须是震撼人心的。寻求共识必须要有坚定的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书写。这不是口号，而是真经，背离大众志趣、背离大众喜怒哀乐的作品，不可能

赢得大众的掌声。 

    当下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当下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讲道理容易陷入枯燥乏味，寻求

共识得考虑方式方法。节制抒情、多讲故事、少来道理，是一个上好的办法。人生来热爱故事，

所有的艺术都是用故事来升华主题的。好莱坞用故事构建了文化软实力，将他们的价值观无孔不

入地进行着传播。非虚构的标志是真实和故事，寓情理于故事之中，是非虚构求共识的有效手段。

比如，库尔班江的《我从新疆来》（中信出版社 2014年版）讲述了 100个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新

疆人，展现了“从陌生、冲突再到理解新疆人的过程”，凝聚了多民族团结奋斗才能进步发展的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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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在、共鸣、共识，是相辅相成的三角关系，只有让它们既是做法也是目标，既是过程也是

结局，才能促成一部好作品的诞生。 


